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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构建高等农业院校工程技术类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的原则,系统分析了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要素,应用目标层次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法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应用于研究生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及其评价目标模型,并利用数据库技术及其相应算

法,初步开发了应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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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constructcultivationqualityevaluationindexsystemforpostgraduatespecial-
izedinagriculturalengineeringinagriculturaluniversities,thispaperpresentstheprincipleofconstruc-
tingqualityevaluationindexsystem,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mainevaluationindexelementsinfluen-
cingthecultivationqualityofpostgraduates.Throughapplyingthemethods,suchasAHP,hierarc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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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农业院校工程技术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

其它类型高校工程技术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要求高等农业院校树立适

应市场需求和学科发展的动态培养目标,保证毕业

生在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突出工程技术类

人才的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因此,科学合理地

构建高等农业院校工程技术类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对促进其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提高具

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1]。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系统工

程,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应综合考虑各环节、
各层次的影响,力求运用多种手段构建一个科学合

理、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研究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2]。
在具体设计中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原则:

1.导向性与现实性结合

指标体系需对现实问题进行抽象,注重培养指

标体系的目标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使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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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和培养单位对照指标体系明确各自的目标,因
此指标体系必须在客观反映现实状况的同时高于现

实,具有指导意义和导向作用,以适当形式开展导

学。

2.评价研究生与评价培养研究生的条件相结合

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不是单纯的针对研究生的

评价,而是与评价培养单位的条件相结合。研究生

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要充分

考虑培养研究生的条件包括培养单位的导师团队建

设、课题选题来源和类型、试验条件、学科建设与科

学研究水平等多个要素。

3.评价研究生与评价导师相结合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起
着独特作用,对研究生从做人、做事、做学问多方面

全方位发挥作用。正确理解导师与研究生的导学关

系,加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作用的评价,在评

价研究生培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具有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

4.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

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内涵贯穿研究生

入学前、上学中和毕业后的全过程,既包含了对培养

结果的分析总结,也同时包含对培养过程的监控。
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包括过程评价和

结果评价两个子系统。评价的作用在于对过程质量

的重视,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对结果的评价是对过程

管理的评价,为过程管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科学依

据。

5.历史评价和现状评价相结合

以研究生入学考试作为唯一的参考依据客观地

形成了考试定胜负的局面,非常不利于真正人才的

选拔,割断历史表现只看现在考试成绩的做法会给

相当部分想混文凭的人以可乘之机。因此需要增加

考察其学习背景的各环节,包括研究生的学历背景、
专业背景、本科阶段学习成绩等,将研究生的学习历

程中的表现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6.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系统要求借助计算机

技术和网络技术编写相关软件将该指标体系数字

化,涉及到如何将定性评价用合适的定量数据表达,
定量评价可以用数字更直观,并且能够综合研究生

入学前、上学中和毕业后的全过程中,以多方面情况

反映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也不能一味的要求用定量

表达,有些难以用数字表达的项目仍可以采取定性分

析的方式,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辅助参考项目。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研究生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培养质量取决

于研究生培养基础的状况、管理环节的规范程度、论
文质量控制的举措等多方面因素。本文在研究大量

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3-5],通过征求相关管理人

员、导师和研究生的意见,深入了解研究生实际,广
泛开展对研究生阶段课程学习、论文选题、课题创新

性研究、论文评审等培养环节的调研,对高等农业院

校工程技术类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进行量

化研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采用目标层次分析法,
提出工程技术类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分类图,
如图1所示目标层次指标体系关系图。将研究生培

质量分培养基础(用C1表示,以下类推)、管理环节

图1 目标层次指标体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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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过程控制(C3)和培养结果(C4)等四个一级指

标,并对每个指标赋予权重系数。其中培养基础涉

及学生基础(C11)、导师团队(C12)、课题选题(C13)
和培养条件(C14)等四个方面评价;管理环节涉及

思想素质(C21)、日常管理(C22)和综合评价(C23);
论文控制主要包含研究生学习的课程学习和课题研

究两个阶段,具体分为课程学习成绩(C31)、开题报

告(C32)、中 期 检 查 报 告(C33)、论 文 匿 名 评 审

(C34)、论文答辩(C35)等五个环节;培养结果主要

从研究生学术成果(C41)、研究生能力培养(C42)和
研究生就业(C43)等三个主要指标来衡量,且每项

指标都赋予一定的影响因子。以上一级指标共分解

出15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又分解为41项三级指

标,通过获取实际资料的定量分析,有效的促进课题

研究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41个指标是离散的、
相互独立的统计量,涉及各个数据项之间的相关算

法的研究。

  三、评价指标的确定

针对前述应用目标层次分析方法提出的初级评

价指标,利用问卷调查等形式征求管理专家、教育专

家等各方面专家意见,运用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分

析方法和模糊数据处理方法,通过计算机编程得出

用于获取信息的评价指标,从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和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来评价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有效

性和合理性。采用指标的平均值和满分频率两个指

标表示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其值越大则表明专家

意见越集中,指标体系越合理和可取,以作为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数值较小的指标(平
均值和满分频率小于0.8),可在调整该指标后经过

第二轮咨询,依此类推,直到专家意见趋于一致。采

用变异系数和协调系数指标检验专家意见的协调程

度,其值越小则表明专家协调性就越好,接受咨询的

专家对指标评价波动程度较小,意见相对集中。对

于数值较大的指标在调整后经过第二轮咨询,直到

满足皮尔逊准则的假设检验。同时对于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可能补充进去的其它指标,可按照一定的算

法如距离算法等对有相似特征的指标进行聚类分

析,依据与已有指标的相关性和关联程度,降低研究

的难度和复杂程度。

  四、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与修正

根据第二轮评价指标制作纸质调查问卷,并在

培养工程技术类研究生的农业院校进行随机抽样调

查,同时借助网络技术开发基于C/S模式的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问卷调查网站,通过互联网

更快捷的获取更大范围内研究生的实际情况,最后

选择不同学校、专业和年级的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
将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加以对比,在分析获取大量

信息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生实际情况,校正评价指标

体系中的相关参数和权重系数,形成最终的评价指

标。
在数据量化处理过程中根据各数据项对研究生

教育质量影响程度确定影响因子,确定各数据项对

评价指标系统的权重系数,但如何确定权重系数以

及这些因子与上级指标的关系都是不确定的,因此

根据获取的大量信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最终

确定用三级指标来表示二级指标,用二级指标来表

示一级指标和用一级指标来表示总体评价,并通过

线性回归来确定其中涉及的回归系数,从而建立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的目标模型,并根据补

充信息的采集对模型进行验证和修正。

  五、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的构

建

  依据上述15个二级指标和41个三级指标这些

大量的信息,运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编

程技术开发出研究生教育质量专家评价系统和数据

收集网站,主要包括结构设计、功能设计、数据库设

计和界面设计开发等系统开发,其中结构和功能设

计主要按如图2所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模块

划分。
数据库设计如前述采用结构化设计方法,对各

个指标予以编号,形成自己的数据字典,在整个程序

设计过程中都与之对应。另外还要考虑与用于网站

收集信息的数据库兼容对接问题,因此数据库设计

还要考虑两个数据库的通用性,两者应该具有相似

或相同的数据结构。最终可实现两种工程技术类研

究生学位与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评价系统解决方案,
网站系统用于收集数据和实现即时评价用于研究生

自测,专家评价系统软件着重实现对数据的分析和

复杂算法,用于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日常管理基本数

据的统计、查询和分析等和研究生培养整体情况的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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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模块划分图

  整个系统可以实现数据的动态维护管理和对研

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结果的实时输出,给出每个研究

生和一个研究生群体教育质量的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报告供决策者分析。同时通过研究生样本对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软件进行检验,并结合专家意见对评

价指标体系、目标模型和软件开发进行局部调整;最
终将软件应用于实际的工程技术类硕士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评价和研究生管理,并可将其推广到更大

范围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评价,对实际工作提供指

导意见。
通过明晰上述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的原则、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研究生

培养质量评价质量体系的组成要素以及相关的评价

系统,将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付诸实践,可以系统

的指导研究生教育的过程和结果评价,保障高等农

业院校工程技术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高

等农业院校工程技术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培

养质量的提高,从而促使研究生对照指标体系明确

和引导自己的发展方向,保障研究生开展解剖认识

和激励自我的作用,让导师增强培养研究生的责任

意识,让导师了解自己和其他导师培养研究生质量

的状况,促使其在后续培养中取长补短,进一步让培

养单位明确本单位培养研究生的状况,并及时对培

养计划、方式等做出相应的调整,切实推进高等农业

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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